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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以至晚年脑溢血的根本原因。

但是与齐白石一样，张光宇天生幽

默，为人四海。非有幽默与爱生活

的秉性，一个画家是触及不到大众

审美中如此多的侧面的，那只能成

为梵高和蒙克式的画家。

我还有一个感想。我是看到越

多的张光宇作品越坚定地认为他是

一位卓越非凡的表现主义中国绘画

大师，也可以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

艺术大家，如果借用 20 世纪南美文

学的一个概念的话。过多地从漫画、

装饰 ( 今天又看到一个词“装饰设

计”) 这个角度赞美他似有三分理解

张光宇的偏差。漫画是当年他的一

个职业，他画的漫画其实是强有力

的个人表达的“宣传画”；而他的

上。张光宇 20 岁出头，他的机敏与

快手给了他获得绘画自由的本钱。           

年 画、 传 统 壁 画 与 生 活 中 床

单被面等等美好之物上承载最多的

通俗形象与图案是不能被张光宇忽

略过的。特别是大汉帝国极大量又

极高超的平面化的画像砖视觉体系

又给了年轻的无锡画手一个用之而

可行的造型辞典。张光宇结合融汇

了以上为主的几个大的视觉源头，

便每日兴奋地创作出浩浩荡荡的一

套又一套的图像构制。张光宇最懂

得扬长避短。哪一个画家在生有所

长而必有其短的学艺生命里没有思

考过这个扬长避短的躲不过的课题

呢？张光宇深知自己的“知识结构”

的“有”与“无”，故而在几十年

的创作中特别懂得使用最擅长的而

少碰别人更擅长的。比如西画式的

素描人像他画过一批，但由于他并

未深度研习过骨骼结构与肌肉构成，

他后来放弃了这些所谓写实的方法，

只当作搜集民间生活素材的一个快

速记录 ;  论到对西式写实绘画中三

度空间的重视与训练，张光宇也做

了适当的规避，而更大胆地在东方

式的散点大空间里做更具有自由度

的大文章，这在《西游漫记》与《大

闹天宫》这条形神俱佳的线路上明

显地展现了他的优势。我们不要忘

记，张光宇一生是在“催稿”中度

过的。印刷厂在等着他的画稿制版，

编辑们在盼着他的画稿去送审。这

是从他的沪上“英美烟草公司”办

公室里练就的本领和生物钟式的神

经记忆。齐白石是另一类画家；每

天先画，画完等人来交润格上的数

字。画家无非就是这两类人。张光

宇像极了今天的插图家和设计师。

这个生活节律也是造成这位神人高

一切“装饰”的元素都是为他的艺

术表现服务的视觉手段而已。这就

像我们永远不能说敦煌艺术是装饰

画，也不能说梁楷和牧溪画的是漫

画。真正干了一回装饰性二方连续

的事的也就是张光宇设计的瓷器。如

此，我们就分解开了中央工艺美院后

来在七八十年代以“装饰”为掩护实

际上进行了广义上的多样化绘画形式

探索的这个公案。这个时期是对“装

饰”二字的修辞学挪用，与张光宇先

生无关。而八十年代因“装饰绘画”

的概念而带来的大量作品中的流弊更

是与张光宇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贤的

内在精神相去甚远，这是需要今后继

续反省的。绘画就是绘画；绘画高手

可以做出很好的设计，张光宇是这个

概念下的一盏明灯。

何其幸哉 !《大闹天宫》借着龙

虎山头的态势豪迈地在张光宇肉身

生命结束之后的几十年依然被全体

的孩子们热爱着……这些孩子们必

将会有兴趣去探究、认识那个神秘

的张光宇。

与梅兰芳先生一样，张光宇先

生一辈子没闲着。除了抗日战争的

那些年月里，他们日日劳作、成绩

斐然，晚年也并没有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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